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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峦叠嶂，壁立千仞。忽而青山斜

阻，忽而平阔无边，这里便是位于大巴山

深处的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今年 7 月，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

会上，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边界调整，

与神农架相邻的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部分区域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地范

围。巫山县委书记曹邦兴说，巫山将以

此为契机，护好绿水青山，用活生态资

源，奏响保护与发展的交响曲。

增强大巴山系遗产
地整体生态连通性

“这是珙桐，那是野生银杏。”护林员

卢凤云边走边介绍各类珍稀物种。

五里坡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区

域 位 于 巫 山 县 东 北 部 ，总 面 积 5782 公

顷，缓冲区面积 4378 公顷。五里坡保护

区面积更大，且地形复杂，沟壑密布、山

峦起伏。境内有 3000 公顷的原始森林、

300 公顷原生性亚高山草甸、26.6 公顷的

穗花杉群落，还有高山湿地。不仅如此，

这 里 还 分 布 有 陆 栖 野 生 脊 椎 动 物 447
种，保护着金雕、金钱豹等约 80 种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017 年 ，申 遗 工 作 正 式 启 动 。 当

时，巫山县就与湖北省政府相关部门、神

农架林区积极沟通，并得到大力支持。

一年后，湖北有关方面同意五里坡保护

区通过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边界微调

的方式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五里坡保护

区成功申遗，关键在于物种多样性。”巫

山县相关负责人介绍，神农架世界自然

遗产地拥有一些非常罕见和特有的植物

物种，而五里坡保护区的纳入，将增加神

农架重要物种种群数量，提升生物多样

性保护价值。

重庆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森

林栖息地对遗产地物种保护至关重要，

通过边界微调的方式，将五里坡保护区

纳入遗产地范围统一保护，能增强大巴

山系遗产地整体的生态连通性，有利于

保护物种迁徙廊道，更好地保护森林生

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以林长制推动“山
林细管”“山林众管”

身着迷彩服、手握镰刀，卢凤云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哪棵树生虫了，哪片林

子有火灾隐患——一旦发现问题，卢凤

云便会立刻向林长报告，及时推动解决。

近年来，巫山以林长制改革为抓手，

在保护区构建起“四级林长+网格护林

员”责任体系，卢凤云就是其中一员。

与此同时，智能技术也为护林工作

装上智慧翅膀，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等

手段有力推动了护林工作。

“接下来，我们将以‘山林智管’建设

为抓手，推动‘山林细管’和‘山林众管’，

进一步提升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能

力。”重庆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地将进一步加强林业行政执法能力，打

击破坏山林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筑牢世

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屏障。

将建一批科普和
生态旅游基地

“生态资源不仅要管好，还要用活。”

曹邦兴说，近年来，巫山一直探索促进保

护与发展的平衡，让五里坡保护区能惠

及更多群众。

在五里坡保护区，山脚下的当阳乡

群众吃上了“生态旅游饭”。2013 年，五

里坡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外务工的村民罗世勇发现商机，不久

便返乡创业，开起农家乐。果然，县内

外游客纷至沓来，罗世勇的农家乐常常

爆满，现在他还开了一家分店。如今，

随着五里坡名气越来越大，罗世勇心里

更是乐开了花。

在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资源保护科

科长张克太看来，要合理利用生态资源，

需要清晰界定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边

界，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按照规划，巫山将在五里坡保护区

附近建立科普基地，在县城建设生物多

样性科普展示中心，展示巫山县以及附

近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标本或仿真模

型、奇特地质地貌。

“保护区核心区禁止进入，但大家又

想看，需要用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张

克太说，将在科普展示中心和保护区附

近的科普馆设立互动体验区，在保护区

核心区布设高清摄像头，运用无人机、红

外相机记录镜头，让观众远程感知现场

情景。

同时，巫山还将在保护区周边发展

一批生态旅游、康养基地，研发世界自然

遗产地研学旅游线路等，让更多人了解

五里坡保护区。

五里坡保护区部分区域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重庆巫山县—

山水一脉 共护好生态
本报记者 刘新吾

粉碎、搅拌、烧制……在中国建筑四局位

于广州的一处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废渣正被碎

成细骨料，加工成为一块块透水砖。“按照 8 小

时不间断处理，项目平均一天可处理固废垃圾

500 立方米，处理回收率达 40%至 50%。”项目经

理牛永绪说，通过就地取材的资源化利用，不

仅能节约垃圾清运费等经费，还能有效减少清

运过程中的粉尘等环境污染。

2018 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 35 个城

市（区）开展了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工作。记者

从 12 月 8 日召开的全国城市建筑垃圾工作视

频现场会上获悉：目前 35 个试点城市（区）初步

建立了建筑垃圾分类管理、全过程监管体系，

消纳设施和资源化利用项目也在加快建设。

目前，试点城市建筑垃
圾总消纳能力已超过当地
建筑垃圾的年产生量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建筑垃圾可分

为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

等，据测算，我国城市建筑垃圾年产生量超过

20 亿吨，是生活垃圾产生量的 8 倍左右，约占城

市固体废物总量的 40%。这些建筑垃圾不仅占

用大量土地，处置不当还会污染地下水、土壤

和空气。

据测算，35 个试点城市（区）资源化利用率

约 50%，比 2018 年试点前提高 15 个百分点，高

出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约 10 个百分点。目前，这

些城市的建筑垃圾总消纳能力已超过了当地

建筑垃圾的年产生量。

“加快建筑垃圾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可以

破解‘垃圾围城’，还能倒逼工程建设生产管理

模式转变，有效减少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建筑垃

圾排放，促进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提高资源化利用率，精
准垃圾分类是关键

要提高资源化利用率，精准垃圾分类尤为

关键。北京建筑大学教授陈家珑介绍，我国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约为 40%，之所以与一些

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其中一个因素是国内建

筑垃圾源头分类刚起步，分出的可利用成分纯净度不高，增加了资源化利用难

度；而且，目前国内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也还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在江苏一家环境科技公司，智能分拣装修垃圾处置线正有序运转。智能分

拣机器人可以精准判断所需分拣垃圾的材质、尺寸、位置等，通过机械手准确抓

取，投入对应的物料仓内。“装修垃圾成分比较复杂，包括混凝土、石膏板、油漆

桶、旧金属等。这项垃圾自动分拣技术能通过 7 种识别方式，将装修垃圾识别、

抓取和分类成 10余种物质，分拣出来的料比较纯净。”公司负责人陈连介绍。

通过加快消纳处置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目前江苏省设区市已实现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全覆盖，60%以上的县（市）建成运行了规范的资源化

利用设施。

加快构建全过程监管体系，也是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工作的目标之一。目

前，上海等城市将建筑垃圾日常监管纳入城市“智慧城市”“一网统管”建设任

务，通过部门信息共享、大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手段，初步形成了“违规实时发现、

措施自动生成”的监管体系。

目前还面临统筹协调工作机制不健全、后
端处理能力不足等难题

尽管试点探索取得积极进展，但从全国看，“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

放”的开发建设方式尚未根本转型，建筑垃圾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作仍处于起

步阶段，此外还面临统筹协调工作机制不健全、建筑垃圾后端处理能力不足、

行业发展相对滞后等难题。

“当前，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价格还不具备市场优势，市场推广

和社会接受度有待提高，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完善资源化利用相关配套政策，推

进建筑垃圾治理和资源化利用。”陈家珑建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统筹考虑建筑垃圾产生、消纳

和资源化利用，形成“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推进源头减量，建立建筑垃圾减

排体系，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

管理；建立全过程管理制度，对建筑垃圾实施分类运输、分

类处理，促进回收及资源化利用；加快处理设施建设，根

据 建 筑 垃 圾 产 生 量 ，合 理 确 定 处 理 设 施 布 局 和 规

模。同时，在推动资源化利用方面，鼓励出台激励

政策，加快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生产，提高资源化

利用水平；在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

提升中，特别是在政府投资工程

中优先应用建筑垃圾再生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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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8 日电 （记者郁静娴）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共抓长江大保护

和长江十年禁渔决策部署，持续做好长江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长江

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这是我国首个针对

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出台的专项实施方

案，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和水生生物多样

性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方案》坚持生态优先、系统保护的基

本原则，以加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资源保护、

修复重要水生生物关键栖息地、提高渔政执法

监管能力、健全水生生物资源及栖息地监测体

系、提升长江生物物种保护技术水平为重点任

务，通过统筹加强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

为推进长江生态系统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国

家生态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根据《实施方案》总体目标，到 2025 年，

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等珍稀濒危物种资

源保护将取得阶段性成效，水生生物关键栖

息地得到有效修复和保护，资源及栖息地监

测监管能力明显提升，物种保护科技支撑能

力明显增强，水生生物资源量有所增加，水生

生物完整性水平稳步提高。

坚持生态优先、系统保护

我国首个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实施方案出台
本报杭州 12月 8日电 （记者

王珏）近年来，浙江绍兴市越城区

积极落实河湖长制，探索“五水共

治”实践窗口，打造集文博、文创、

文旅于一体的浙东运河文化园。

据 了 解 ，绍 兴 古 运 河 是 中 国

大运河的一部分，其中的山阴故

水 道 是 中 国 最 早 的 人 工 运 河 之

一。近年来，越城区以“污水零直

排区”创建等为抓手，积极落实河

湖长制，通过多种方式将水利环

境效益和文化价值传递给公众。

目前，绍兴正在筹建浙东运河文

化园（浙东运河博物馆），布置运

河博物馆主馆等，总建筑面积约

12.4 万平方米。

探索“五水共治”，建运河文化园

浙江绍兴积极落实河湖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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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庆五里坡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部分区域被纳
入世界自然遗产地。重庆巫
山县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
进林长制、建立科普基地、保
护生物多样性，在绿水青山
间，探索保护与发展的共赢
之路。

近日，大批黑颈鹤飞临西藏拉萨市林周县越冬。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近年来，随着当地生态保护力度越来越大，每年 11 月前后至次年 3 月底，来

林周县越冬的候鸟越来越多。

为保护黑颈鹤，林周县出台系列措施，专门设立多个定期投食点，安排专人

投撒青稞、小麦等黑颈鹤所需食物；成立巡护队，严格实行 24 小时巡护制度。

本报记者 申 琳摄影报道

又见黑颈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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